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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中《道德与法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课程，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重

大影响。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引入时政热点，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而且有

利于在学生当中及时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但由于对时政热点引入教学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以及运用能

力不足，影响了时政热点作用的发挥，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和应用能力培训等办法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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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world view, view of life and values. The introduction of current political issues into the teaching of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can not onl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but also help to timely publicize the policies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mong students. However,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introduc-
ing current political issues into teaching and the lack of application ability affect the play of cur-
rent political issues. As a resul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publicity education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training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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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时政热点是指当前国内外发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新闻信息，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方面

面，具有时效性、趣味性和现实性等特点。“初中《道德与法治》课融合道德、心理健康、法律、国情

等相关内容，旨在促进中学生道德品质、健康心理、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乐观向上

的生活态度，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1]将时政热点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

是课程本身的要求，也有利于其教育教学目标的实现。 

2. 时政热点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的意义 

2.1.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1) 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若是学生对该门学科感兴趣，那么他的学习就会事半

功倍。课堂上能否抓住学生的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对于整节课中学生的学习效果至关重要[2]。时政

热点是国家、社会、个人普遍关注的热点事件，往往有先声夺人的效果，具有趣味性，能够激发学生的

好奇心，有利于创造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 能帮助学生更好理解教学内容 
对于重难点，教师必须要着力想各种办法加以突破，而运用时政热点则是一个非常高效率的方式。

首先，《道德与法治》与时政是紧密相连的，两者可以互通，只要教师搜集到合适的时政热点素材，那

将会在教学中起到很大的帮助。其次，时政热点自身的现实性，使学生能够结合实际事例理解教材内容，

有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教学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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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 

1) 提高教学导入的吸引力 
课堂导入是一节课的开始，导入的有效性及吸引力对本节课的教学效果起着重要作用。时政热点趣

味性的特点使其在导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时政热点作为课堂导入材料，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

其将注意力集中到课堂学习上。 
2) 提高教学内容的讲解效率 
虽然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内容相对容易，很多内容学生自己也能看得懂，但仍然存在一些教

学难点，教师要将这些内容充分讲解给学生听，存在一定难度。因而，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

选择适合的时政热点材料，运用其趣味性和现实性，能够更好辅助教师讲好知识点。 

2.3. 有利于及时宣传国家政策 

时政热点涉及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涉及到路线、方针、政策等内容，《道德

与法治》教学引入时政热点，不仅有利于学生知晓国情，更有助于学生了解和掌握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为将来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奠定一定思想基础。 

3. 时政热点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为了了解时政热点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应用情况，我们向 5 所中学的初一、初二、初三年

级的部分师生发放了问卷，其中，学生 210 名，收回问卷 210 份，其中有效问卷 200 份；教师 53 名，收

回问卷 53 份，其中有效问卷 50 份。 

3.1. 存在的问题 

1) 教师对时政热点在教学中的运用不够重视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中不少内容与时政热点息息相关，时政热点是教学不可或缺的资源，对教

学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调查中发现，有的教师对时政热点在教学中重要性认识不足，不重视时政热

点在教学中的运用情况。从表 1 可以看出，教学中“偶尔”使用时政热点的教师为 54.06%，“从不”使

用时政热点的教师为 2.7%，二者之和达到 56.76%，而“经常”使用时政热点进行教学的教师仅为 43.24%，

“偶尔”使用和“从不”使用的教师占比数超过“经常”使用的教师多 13.52 个百分点。 
 
Table 1. The frequency of use of current political issues 
表 1. 时政热点的使用频率  

项目 选项 比例 

您在教学中使用时政热点的频率是？ 

经常 43.24% 

偶尔 54.06% 

从不 2.7% 

 
2) 时政热点与教学内容契合度不高 
时政热点能否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发挥作用，与时政热点材料的选择是否合适密切相关，

合适的时政热点材料，会使教学效果事半功倍。表 2 是“时政热点与教学内容的联系程度”调查统计表，

是对中学教师进行访谈时的可知，教师选择的时政热点材料与教学内容契合度不高，教师选择的时政热

点与教学内容“有点联系”的为 63%，“毫无联系”为 3%，二者之和达到 66%，而教师选择的时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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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的仅为 34%，“有点联系”和“毫无联系”的内容占比超过“紧密联系”的

内容多达 32 个百分点。 
 
Table 2.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urrent political issues and teaching contents  
表 2. 时政热点与教学内容的联系程度 

项目 选项 比例 

您认为老师选择的时政热点与教材内容的

联系程度？ 

联系密切 34% 

有点联系 63% 

毫无联系 3% 

 
3) 时政热点在教学中的运用方式缺乏创新 
根据表 3 数据显示，时政热点在教学中的运用方式比较固定，缺乏创新。“教师口头讲解”为 51.43%，

而“多媒体播放视频”仅为 32.5%，“学生播报新闻”的方式仅为 12.5%，应用时政热点的“其它”方式

仅为 3.57%，后三者之和才达到 48.57%，前者占比数超过后三者多达 2.86 个百分点。 
 
Table 3. The application modes of current political issues  
表 3. 时政热点的应用方式 

项目 选项 比例 

您的老师是如何对待时政材料的？ 

多媒体播放视频 32.5% 

学生播报新闻 12.5% 

教师口头讲解 51.43% 

其它 3.57% 

3.2. 原因分析 

3.2.1. 师生对时政热点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 
访谈发现，有部分教师把时政热点应用于教学认为是一件“投入大，产出小”的事情，如需要额外

花费时间来收集、整理、分析材料，还要把这些材料制作成 PPT，这个过程耗费的时间太多。由于时政

热点的时效性，并不能保证这些材料以后还能继续使用。他们还认为，时政热点只既然是辅助教学的一

个材料，只起辅助作用，便是可有可无，“有，更好；无，也行”，并没有意识到时政热点的更深层次

的作用。教师的认识尚如此，学生的认识难出其右。 

3.2.2. 教师对时政热点筛选把握不准，投入的精力不足 
1) 教师对教学目标把握不准 
“思想品德课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旨在促进初中学生正确思想观念和良好道德品质

的形成与发展，为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奠定基础。”[3]这
是思想品德课程的课程目标。教师对时政热点筛选把握不准，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把握好课程的教学目

标，在筛选时政热点材料的时候模糊不清。经调查，根据表 4 可知，44%的教师选择时政热点依据是看

学生的感兴趣程度，仅有 21%的教师选择了教学目标。 
2) 教师筛选投入精力不足 
在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能力有限，无法在短时间内收集、整理、选择合适的时政热点材料，他们

往往会选择较容易找到的经典的案例辅助教学。此外，教师在日常中除了教学工作外，还有管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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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等工作，工作量比较大。时政热点素材的开发和利用，工作量巨大，要从诸多的信息种筛选契合教

学内容和有助于学生发展的信息，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4]。因此，教师难以高效的获取与教学内

容高契合度的时政热点材料应用于教学中。 
 
Table 4. The selection basis of current political issues  
表 4. 时政热点的选用依据 

项目 选项 比例 

您筛选时政热点的依据是？ 

教学目标 21% 

学生感兴趣的程度 44% 

学生的理解程度 28% 

其它 7% 

3.2.3. 教师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和缺乏现代教育教学手段 
1) 传统的教学观念依然存在 
访谈发现，有些老教师还是习惯于只依靠课本进行教学，以应对升学考试。教师往往是通过 PPT 展

示时政材料，提出问题，经过学生简单的思考和回答，便引出新话题。很少让学生自己去运用时政热点

材料，造成了在教学过程中，以教师讲解为主，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5]。此外，近些年，也有越来越

多的老教师开始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时政热点内容辅助教学，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教学方式，应用时政的次

数有所提高。但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应用时政热点的教师大多的还是比较年经的教师，老教师对时

政热点的重视程度较低。可见，传统的教学观念的存在导致时政热点的运用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缺乏

创新性[6]。 
2) 缺乏现代教育教学手段 
一方面，由于我国过去经济科技比较落后，学校教学手段发展不均衡，有的学校现代教学仪器设备

不足，导致有能力的教师也无法使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开展教学。另一方面，部分教师不愿主动学

习和参加现代教学技术培训，连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技能都缺乏，更谈不上对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4. 提高时政热点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应用效果的对策 

4.1.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教师对时政热点重要作用的认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教师的认识到位才能在行动上有所建树。必须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学校师

生对时政热点重要性的认识。为此，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 
1) 加大宣传力度 
在校园中大力宣传时政热点的重要性，营造关注师生员工关注时政热点的良好氛围。首先，学校要

扩大阅览室的规模以及图书量，每天及时更换人民日报、杂志以及其它时政素材等，同时要延长阅览室

的开放时间，让学生有更多时间浏览时政内容。其次，学校要设有广播站，安排广播员，在课外时间适

时播报时政热点新闻。最后，学校应建设文化长廊，安排时政热点板块，并让学生定期更换内容等。通

过这些方式使学生有更多途径浏览时政热点内容，从而促使其主动关注时政，在潜移默化中逐步意识到

时政热点的重要作用。 
2) 提高宣传效率 
在学校进行时政热点重要性宣传教育需要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充分发挥各种方式方法的优势，扩大

时政热点宣传教育的渗透力、覆盖力和影响力。一方面，可以在校园内显眼的地方安装大显示屏，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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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时间播放时政热点新闻，如在食堂打饭的窗口上方安装大屏幕，这样师生在排队的时候可以观看时政

新闻，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时政的熏陶，促使教师与学生逐渐意识到时政热点的重要作用，自觉将时政热

点与教学内容相联系。另一方面，可以请电视台工作人员开展讲座，以近期社会发生的热点事件为事例，

并且该热点事件对学生具有启发意义，这样不仅可以引起学生的关注兴趣，而且可以使他们认识到时政

热点对自己的启发意义。 

4.2. 提高教师选用时政热点素材的能力 

1) 开展对教学目标把控的培训 
时政热点的选取必须以教学目标为根本依据。学校可以开设专门的培训课程，教会教师准确把控教

学目标，从以下几点出发。一是熟悉课程标准，教师要加强对《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的研读，认真分

析《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把握课程目标，针对教学目标选取时政热点素材；二是钻研教材，只有把

握住教材，才能对本节课具体的教学目标有全面的理解，必须结合教材内容，仔细研究，在依据教材内

容的基础上筛选时政热点内容；三是借鉴优秀教师的课件，可以从网络上查找浏览优秀教师的课件，也

可以借鉴身边优秀教师的课件，在不同的课件中更加明确一节课的教学目标，从而依据教学目标选取合

适的时政热点素材。 
2) 为教师筛选时政热点创造条件 
首先，教师可以借助通讯工具获取时政热点材料，电视、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是获取资料的最有

利途径，教师可以运用这些通讯工具来关注人民日报、教育网、微信公众号、抖音以及学习强国 APP 等，

观看每天推送的时政信息，及时结合教学内容收集、整理时政热点信息，筛选出有代表性、学生感兴趣、

具有正能量、符合教材内容的时政热点。其次，教师之间共享时政热点材料。可以成立时政研讨小组，

每周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地点相互交流，教师共同收集、整理一周内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然后再

进行选择、应用，对于选取时政热点有很大的帮助。最后，师生共同挖掘时政热点材料。教师要适当地

鼓励学生浏览各种时政热点信息，并及时做好相应的笔记。同时，在学生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教师要给

予适当的帮助和指导，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要耐心进行解答。将学生带入挖掘时政热点材料这一过程，

对于学生和教师都有很大意义。 

4.3. 提高教师时政热点的现代教学手段应用能力 

1) 转变教师思想观念，促使教学方式多样化 
要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更好地应用时政热点，就必须增强不同年龄层次的教师对时政热点的重

视力度，改变教师守旧的思想观念，善于利用多种教学方式进行教学。首先，对于青年教师，应赞同并

鼓励其应用时政热点辅助教学的方式，提高其积极性，如可以通过查阅资料获取更多更有效的时政热点

应用策略。其次，对于不太重视时政热点的老教师群体，可以将对时政热点在教学中应用的相关论文或

文献给他们进行阅览，使他们意识到时政热点的作用，提高其重视力度。最后，不同年龄层次的教师之

间应该经常进行交流讨论，这样既可以向老教师学习他们的教学经验，也可以使老教师接触到一些新颖

的教学方式。 
2) 加大经费投入，提高现代教育教学手段 
学校和上级应加大对现代教育教学手段落后学校的经费投入，主要做好 3 件事：一是建立专门的计

算机培训室。学校应面向全体《道德与法治》教师开设专门的计算机培训课程，教会教师使用现代技术

获取丰富的时政热点资源，具备制作优秀的课件的能力，如在课件中插入视频、动画等。二是创建微格

教室。利用微格教学，教师可以不断观察自己的讲课过程，如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讲解时政热点，通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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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发现问题并努力改进，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可以在教学中更高效的应用

时政热点，使其成为教学的重要辅助物。三是支持教师外出参观考察学习，学习其他学校时政热点融入

《道德与法治》教学的做法，尤其是学习把时政热点与多媒体教学手段相互融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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